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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的高等教育模式更新不仅是大学与工业间的关系，及技术与知识传输过程的

加深，而还在其领域创新政策成型中加强大学参与的重要性。此过程将为区域创新生
态系统成员们之间的合作设立新框架，以及将经济-政府-学术系统的关系提升到更高层

。在国家积极的参与方面、国家资源增持、及高等教育机构强力的创新组织者动力方
面，无论是匈牙利还是中国的创新系统都是类同的。本论文试图总结中国的良好实践
，如果能成功的学习，可有利于国家与大学之间的成功合作。通过研究的实践可将至

今为止完成的大学模式更新过程放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本论文中主要通过杰尔市（
Győr）的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而介绍其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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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匈牙利在2010年代有关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公开支持变更为创业 型大学模

式的政府政策。此最后一步就是所谓的高等教育模式更新过程，其目标为建设有效的

及现代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其过程中模式更新机构的创立及维护权力直接从国家手中
转向信托基金会。这是走向创新能力开发及商业世界开放的重要一步。关注到较⻓时

间的前情，在这个将近十年的过程中2020年八月1日起七 所高等教育机构变更为新式运

转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此变更的特殊点为： 

— 机构从公共财政中提出，不再以财政预算机构方式而运营； 

— 在公共财政以外，在最佳符合目标的基金会模式继续运转； 

— 国家引入新的，客户逻辑融资系统（培训及绩效基础的融资），以及国家直接融资
到基金会中； 

— 结束机构中员工的公务员身份，全体改为普通员工身份。这些变化会带来更加灵活

的运营：国家减少了20000-22000名的公务员数量； 

— 国家的定额，按照协议方式，按财政法规每年交付给基金会。 

按此逻辑为基础国家的任务为，向高等教育机构订购指定领域及数量的国家资助学生

人数的订单，有关这方面的教学费用由国家承担，除此之外高校自己决定的，由国家

接受后，自费方式完成教学（当然以每个学生为单位而计算的学校房地产运营费用也

包括在其中）。除此之外，对于国家而言按照学府的学术性能力而在学术研究方面融

资。高等教育机构的任务为按照国家指定的数量而培养专业人员以及完成学术性研究

。同样重要的功能还有学府房地产的适当利用，非国家补助的，需交付学费的（越来

越多的外籍）自费学生的培养，以及学术性，研发合作，市场/工业订单的履行，提供

有关服务。对于机构而言是责任，但同时也是独立的，尽责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开

展资产管理实践的机遇(Rámháp，2018)。 

通过国家的指挥，但在区域基础上，由高等教育机构协调而完成的创新政策在世界上

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匈牙利正走向这个方向）。这是一个在世界上多个国家都选择的

模式，在此其中最脱颖而出的就是中国，早在1980年代就在中国中 央指挥的同时已向

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和区域性开发政策踏出了步伐。因此中国的实践和成果概况的了



解是重要的，通过认识，匈牙利决策方，机构可了解到此模式中的远景，以及可迎接

创新政策和双边合作方向有可能的新机遇。 

匈牙利和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弧线	
在调查的两国中，就在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创新过程的历史中

看到很多类同。对于两个国而言1949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1949年匈 牙利象征性的

接受苏联型宪法，结束了战争后的过渡期。中国的内战同样在1949 年结束后成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国形成的都是苏联式一党式政治系统。高等教育和文化开发领域

同样形成的是苏联型模式（高等教育国有化，研发机构改革，由国家指挥的研发，匈

牙利大学研发部门融入到匈牙利科学研究院）。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过程，至
1980年为止研究（研究院）和教育（大学）过程 是单独分开的，在邓小平主席提倡的

改革后稍微有些变化，在高等教育层引入到研究和开发过程中及地方经济开发中（

Chen等人，2016）。中国从1980年代起 无论是制度环境，还是研发所需的资源都不断

的为在高等教育机构框架内形成研发结果的实用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主要根基为

有关知识创造法规的接受，和1987年促进大学经营企业的成立（URI，高校校办产业）

，以及1993年接受的有 关高校知识财富以及知识产权的经营方面的法规（中国式拜杜
法案）。 

而匈牙利，则是到1989年为止，政权更迭为止研发领域主要由研究机构和 国有企业站

为多数，高校领域主要工作为教育。教育与研发的隔离中仅在个别的研发-教育综合人

士的职业道路上出现过例外。1989年后在国有企业私有 化后国有（学术）研发机构背

后不在存在工业订购的支持，因此研发结果没有能够直接与工业和市场链轨。外籍跨
国企业的出现也没有能够更改此现象， 因这些企业将生产，物流过程转移到匈牙利，

但研究创新部门则保留在其总部或某些国际上重要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研发机构仅剩
下了基础研究作用，但就是这样还是获得了多数重要的成就。对于匈牙利而言2004年

加入欧盟给我们 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此之后匈牙利机构（高校机构也在其中）也能

够获得投标布鲁塞尔，以及NSRK（后来改为合作伙伴协议）框架内确保的国际等级的 

欧盟资源机遇。专业文摘评价中统一认同，从两千年初起我国的创新政策发展以及形

成的外来力量主要来于匈牙利加入欧盟后；支持资源守规则的使用而出现的规范和结

构不仅影响了资源分配方式，还影响到了整个有关政策机构体系(Dőry，2005)。尤其是

欧盟结构资金欧盟规范体系背后的推动区域化和非集 权化的强大动力，也由匈牙利开
发政策接受，将其政策列入即时的法规之中(Pálné Kovács，2013)。非集权化意向已经



在早期（接受区域化开发法规期间）就已出现，但其履行在入盟准备基金（

PHARE,ISPA,SAPARD）执行时 期，以及在第一届国家开发计划实践期间（2004-2006

年）才开始实践。创新政策的计划和履行不仅由NSRK（后期改为合作伙伴协议）因欧

盟基金规划和使用 而成立，部分于政治无关的独立策略和组织性解决方法也有着很大

的影响。在欧盟方不断的非集权化要求的同时，在匈牙利创新政策的过去20年中主要

为非 集权化和集权原则同时的出现和不断的替代。总而言之，一些欧盟财政期间不一
定为统一的规定和组织框架。无论是2007-2013年，还是2014-2020年期间都发生过在运

行周期期间发生了重要的及基础的原则变化，因此导致政策转向别方。创新政策在不
同的策划期间有着不同的主要特征： 

1、2007-2013年期间的特征为： 

— 在创新政策中强调非集权化范例； 

— 非集权化决议过程的分行和集权权益的干涉； 

— 区域机构参与政策执行。 

— 在非集权化机构体系中政策（及资助）决议过程的集权性质； 

— 行政管理名义上使用区域性名称的计划和履行过程；其计划和履行非以创新生态系

统上完成； 

— 低强度技术转让过程，在创新政策中匈牙利科学院较多的，高校机构比较少的重要
性。 

— 缺少⻛险资金基础，招标资金为首要地位 

2、2014-2020年期间的特征为： 

— 集中化范例，国家经济层的重要性； 

— 地方权益对集中化决议过程的干涉； 

— 区域性创新机构被推及到后，或被淘汰； 

— 政策（及资助）决策道路的集中化； 

— 区域性创新生态系统名称开始被使用到各种不同的项目计划中和履行中； 

— 技术转让过程，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商业化观点的加强，匈牙利科学院继续为最主要
的中心，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在创新政策中加强区域性的角色； 



— 国家，部分国家的（例如JEREMIE类）⻛险基金的出现。 

中国在此期间。90年代中央政府越来越多次倡议以及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区 域性研究

高校的发展。在倡议中尤其重视名为《Project 985》及《Project 211》项目（

Zhou,2019)。上述第一个项目从1998年启动，主要目标为加强中国高等 教育系统在国

际上的名气，以及在引入不同国家和区域资金后教育和研发基础设施的开发。第二个

项目为1995年启动，为国家政府所倡议项目，目标为改善中国 大学中的研发项目品质

，以及将其研发嫁接到经济开发项目中。高校基础转让过程在两千年初带来了可视的

结果，例如北京附近创新生态系统发展就出自其中。具有关调查（Zhou,2019年，第

362⻚)结果可注意到高校基础转让业务带来了以 下（对于区域经济也非常有关的）影
响： 

— 由高校给于有关新商业人员的培训及有关创业知识； 

— 为已运转企业家提供专业级商业开发服务； 

— 高校和工业方参与而实施的共同开发项目数量的增加； 

— 研发业务所需基础设施及其它资源的分担； 

— 通过大幅度授权而利用的IP市场； 

— 崭新的，高校中心，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成立。 

周春彦在2007年研究调查中拿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与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相比其 落后点（

Zhou,2007）。调查指出以下几点问题： 

— 高校机构人员：和发达国家相比培训程度落后，在发达国家评价高的高校学生所有

教师都具备博士学位。 

— 教育品质：两千年快速的发展导致教育没有能够同时升级。 

— 研发能力：因乱序的本科教育而导致研发能力比较弱。 

— 博士后奖学金人数数量稀少：为了增⻓其数字需要客观的资金来源，这样才有助于

稳定的增⻓。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国高校教育系统无论在法规领域，还是资金方面都需要继续改革。

在这方面需要提高中国高校国际化关系的主动性，而在作为全球高校排名基础的综合

指标因素中（科学计量指标，高校知识产权的利用程度，与外国高校联合举办的本科



培训项目的数量）达到快速的和可观的成就。同样，融资结构的变更也被视为主要变

化，其过程中在国家融资的同时出现私人资本，设立高校-私人资本及投资基金。北京

大学内成立的方正集团（Founder Grou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北京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Peking University Biotech Co.），以及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Beijing 

Holdings Limited）也是好例子。国家-高校- 私人领域的合作不仅解决了融资问题，还

为那些期盼“大新闻”的股市投资商确保很好的投资机遇。最大的证明就是这些高校创

办的以及由高校管理的高校校办产业（University Run Enterprise）上市以及股市的上升

（Zhou，2019年，第373 ⻚)。类如北京大学校办的方正证券，获清华大学管理的同方
股份或同方国信如今的价值都已经是刚上市时的好几倍。这也对匈牙利政策方面给与

了证实，这是一个模范方式，为有创新开发倾向国通过加入更多资金投资而将资金翻

倍的好办法。 

创业型大学的理论背景	
将传统的，以洪保德名义而创的双重高等教育范式（Etzkowitz，2019)边缘化 后不仅使

高校教育人数增⻓，而且高校技术转让业务的比例也会增⻓。通过在美国高校系统中

将“科学作为资源（science as resource）”转换成“科学作为引擎(science as engine）”后强
劲崛起的研发投资比例就可以看出使一个好的趋向(Popp Berman，2012)。服务型/创业

型高校的成立同时也意味着经济逻辑融入到学术/高等教育系统中，而形成“学术资本主

义”（Münch，2014)，其基础因素(尤其在高校排名中）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国

或美国式高等教育体系中都促进经济逻辑的影响。在文摘中没有统一的创业型大学的

名称，功能，独特点的解释。当然这还不证明在一些元素中没有获得共识；经济和学

术体系之间的紧密关系，或以研发为中心从未被趋势或理论批评过。埃茨科威兹曾说
：“创业型大学是除了教育和研究大学使命外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具备第三使命的，

越来越重要的当代现象，在此高等教育层作为基地总部承担生产中心组织及技术创新

的角色”(Etzkowitz、Zhou,2018年，第58⻚）。有关这方面早期克拉克（1998年）（在

部分大学模式隔离的同时）写下创业型大学的基础支柱为：专业管理，形成与大学有

关的外设开发；融资多元化；通过商业观点而促进的学术背景；综合型创业文化。三

螺旋模型框架中高校-经济-科学体系合作而形成高效益的创新首要条件，其 中高校作

为创新地点和整合者而确保综合因素（Leydesdorff、Etzkowitz，2001)， 在此开放的创

新平台上支持弥漫和互动创新过程的诞生（Chesbrough，2003)。此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为卡拉雅尼斯（Carayannis）和坎⻉尔（Campbell）2009年建立的四螺旋模型（



Quadruple Helix modell），这里第四“螺旋”是公众，以及当地的公众。同样两位作者在

几年后认为作为创新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作为其⻢达而是随着全球气候暖化所产生

的环境及社会的挑战性。他们认为其重要性达到了以“第五螺旋”的身份而融入到创新

模型中，因此诞生了五螺旋模型（Quintuple Helix modell）（Carayannis，2012)。 

当然，高校作为在空间中呈现的元素，强劲的影响到较窄及较宽环境中的经济过程。
查特顿（Chatterton）和戈达德（Goddard）在2000年通过模型而介绍高校及区域性经济

的关系，主要强调相互依赖性质：一个强力的和创新的区域经济可支持高校的排名，
以及一个有实力的高校可作为区域开发和创新的催化剂。查特顿-戈达德模型与三螺旋

模型不同的是主要设立于区域化和分权化。模型将高校的角色和区域政治经济促进连
接到了一起。在此概念中知识网络是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元素，其中高校不仅是创新资

源，还成为知识网络的交合点（Rámháp，2018年，第375⻚)。相关联的还要提到“学习

型区域”(Hassink，2001)，为以知识为基础的区域发展的组织，文化和机构方面的分析

框架。此范例在区域发展及创新领域中同样强调区域内高校机构的重要性(Rutten，

2003)。高校的区域角色，重要性，及强调分权化的模型和三螺旋模 型都是彼此兼容的

。一个模型强调的是高校机构在区域中的使命，另外一个则强调的是最佳运转结构，
不同的分系统角色可为区域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而最佳的合作。区域化，及区域开

发政策因素和三螺旋模型可以集成并分析到其分析框架中（Ranga、Etzkowitz，2015)

。我国的研究也获此肯定，确定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适当分配及区域性和政府角

色按三螺旋（四螺旋）的合作而加强知识区域的设立机会（Rechnitzer，2016年，第

245⻚）。 

维塞玛（Wissema）（2009年）针对作为第三代高校功能标准的剑桥大学模型做出推论

。全神贯注于一个自1970年代起一直不断的现象，因高校而促进剑 桥附近形成了高新

技术工业（剑桥现象）。维塞玛确定了七个主要元素：1、设 定“第三个目标”：知识的

利用及成为传播中心的角色；2、出席国际竞争市场成为主要目标；3、高校积极与工

业及商业合作伙伴之间合作；4、研究性质的改 变而出现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5、同

时完成大众及精英培训；6、高校变成多文 化机构；以及7、结束国家的直接融资和干
涉。 

东中欧在创新生态系统开发方面差一步速度的追随着欧洲中央国家的模型， 当然在创

新方面为区域边沿的状态在任何领域都使可⻅的。所谓的区域创新记分板（RIS）框架

系统为基础计算的区域创新基数也证明了这一点。从2007年 在所有领域都可以看到本

区域和领先区域（例如：德国西部及南部，荷兰，英国南部，爱尔兰）相比还是比较



落后的（Gál、Páger，2018)。在高等教育中 还可注意到学生数量不断的减少（除了捷

克和克罗地亚之外），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国家的主要参与性。其它的特征就是区域创

新生态系统中几乎不能够， 或仅有限的部分可以找到被视为三螺旋模型的有效运转所

需要的RIO（区域创新的组织者），而使区域性创新，知识和共识的领域适当的组织，

筹划和运行（Ranga、Etzkowitz，2015年，第124⻚)。在这个功能方面有越来越多比例

由个别高等教育机构来代替区域政治不同的角色，在创业型大学变更后高校可完全适
宜此任务。通过丽莎·妮特（Lisa Nieth）和保罗·本奈沃特（Paul Benneworth）（2019）

的研究证明，一些边沿区域的发展需要部分高校在创新需求和供应之间的交流方面，

确保支持基础设施方面，设立所需区域合作伙伴及所需能力开发方面的协助而完成。 

中国高校环境中的经验：清华大学	
1911年建校的清华大学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不仅因为其在 国际高校

排名中所位于稳定的领先位置，而且在区域经济中的融入性及在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中

所承担的角色也是被肯定的。不可忽视的还有大学的历届毕业生中已经出了两名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和习近平），这在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组织的中国体系

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本。大学的使命宣言中宣布的目标中除了教育方面还有创意知识

的开发，技术创新的协助，以及对社会目标贡献的目标在内，因此而包含了高等教育

的三类使命。大学具备多种基础和应用研究部门，以及在全球也算是数一数二的技术
转让功能，使大学和其机构成为国家及私人资金创新目标应用的主要角色。技术转让

过程的组织和协调中主要任务由大学内以下机构完成（Zhou,2019年，第379⻚)：科技

发展部门；产学合作委员会； 海外项目部门；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高级教育第三使命功能，及技术知识转让方面清华大学及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

与美欧体系不同的）为： 

1、高校校办产业（URE）类大学衍生企业： 

在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中传统型衍生企业就是将所获得的知识财产在商业中传统式利用

，而在美国（衍生活力很大的同时）主要在波斯顿附近及斯坦福大学附近形成的及在

过去几十年全球越来越受欢迎的startup类逻辑的早期阶段企业来证 明大学的创新生态

系统。传统衍生企业由大学导师/研究员成立，大学拥有少数股权（一般仅为由大学所
有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为其特征，大学和衍生企业在结构上，法律/规定上，财经和

功能性上分割。Startup类运转模式中的创始方和 投资方之间所产生的投资协议中规范



其法律关系，在此大学的利益由企业中所有的大学股权（或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协议
）一同在法律权力上和企业收入中，及转让退出中所获得分红。上述两个理想的运转
模式与在中国而形成的结构完全不同，专业文摘称此模式为URE（高校校办产业）（

Zhou,2019年，第369⻚)。其 本质为将成立的衍生企业中具备知识产权的大学为多数股
东，在此创业的导师/ 研究院在企业中为少数股东，其股权比例为传统的股东比例（5-

10%），最多到30%为止。衍生企业和大学的管理没有完全的分割，大学的高校校办产

业实际上 融入到大学的管理系统之中。很多次企业的资金和预算也不会单独分割；实

际上就是大学在没有中介机制的情况下直接步入经济分体系中的过程。因此在startup 

逻辑中自然而然的转让退出过程，作为投资商角度的目标在这个情况下根本不会产生

：有大学所成立的URE仅因扩大及发展所需的资金投入的利益会接受私人投资资金，

或上市（IPO），在肯定的大学控股或确保领导权力的情况下。成功的量角器在此不是
最佳完成的转让退出，而是⻓期的稳定运转，其框架内有机会使由大学领导的URE自

己也成为某工业内的投资商或收购商。在中国有多家重要的(如今已经成为具备全球供

应链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具备高校背景，成立时为高校领导，而且在企业获得跨国角

色后还确保着大学的领导作用。 

2、以高校为中心的投资基金： 

高等教育范围活跃投资商的作用历史悠久。二十世纪中期在美国，传统的⻛险投资基

金也是高校参与的，（波斯顿附近）大学创新生态系统框架内形成。不同规模的大学

参与成为了所有全球主要投资生态系统的共同特征。在中国由国家领导的投资策略在

当地，地区层，大学，地方政府杰尔地方（或国际）经济实体参与而形成。此体系的
中央参与者为在地区层拥有主要影响的，由高等教育机构领导的/影响的投资基金，其

积极部分无论是针对技术开发而需要的基础设施开发（例如：科技园），还是技术密

集型早期阶段的企业投资。此投资基金在企业走向跨国市场时所需资源确保方面也具

备同样重要的角色。 

3、以高校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中大学与区域之间的合作： 

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国际合作无论在研究（共同的研发项目，合作而实践的， 直接通过

欧盟资金而实践的提议），还是在教育（双学位，联合学位培训教育， 共同的大规模

在线开放课程培训）功能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大学在第三使命方面看到的实践就

比较少了。在此我们可⻅清华大学方面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提议，UURR（大学-大学-区

域-区域）模型（Zhou，2019年，第384⻚)。其重点 为合作不仅在大学之间，而是高等



教育机构所在的区域之间，在合作中所有螺旋角色都参与。这样形成的合作不仅可协

助教育及研究项目的协调，而且还打开了工业和经济实体合作的新型出口机遇，以及

在部分项目融资方面为国家之间的合作形成新观点。实践样例为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和

浙江省，日本的岩手大学和岩手县协调合作的平台。而且大学和区域类似的项目在德
国，以及千苏联多个区域都在进行。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创新整的，以及大学结构

区别的不同）在美国或欧洲极少有。在MIT Sloan School协调的REAP（区域创业加速

计划）项目框架中可⻅一种“半边”的合作。在此MIT加速器项目中有一区域大学，企业

，大型企业，基金投资商，及政府共同参与，及共同学习由MIT开发的加速器方法，

以及于MIT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成员们设立合作关系。在此项目中从美方式没有区域政

府方的参与，也没有共同投资，因此合作没有从教育合作中踏出脚步。 

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成为创业型大学的过
程	
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式匈牙利多瑙河以西北部区域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此区域为

国家最发达的农业和食品业领域，但工业才是这个区域的主要角色， 从90年代后期开

始不断的增⻓和发展。区域北部-尤其是杰尔-莫松-肖普朗州， 和瓦世州一小部分区域-

因地理位置活跃的介入欧洲及世界市场的血液循环中，比较优势的如今也是工业，尤

其是机械和汽⻋业。此区域人均GDP超越了国家平 均值（Tamándl，2014)。 

大学的前身机构，交通与电信技术学院成立于1968年，其目标为在区域内 确保交通和

电信基础设施开发及维护所需的技术知识分子。作为学院的机构在1986年改名为塞切

尼·伊什特万。从1990年起除了工程师科学外还开始了健康 科学，经济科学，和法律及

艺术培训。培训科目的扩大后，机构在2002年获得 了大学等级。创业型大学的变化由

大学所在地杰尔市中期和⻓期开发概念中的而目标给与了大大的推动力，因此作为目
标而确定城市从汽⻋业生产中心要转变为开发中心，通过其知识业的开发和多样化而

协助成立有竞争力的区域化经济(Fekete、Rechnitzer，2019)。达到目标最大的方法为塞

切尼·伊什特万大学的能力建设，在多个阶段后及欧盟的资金支持下完成。项目中心元

素为创新能力，及研发过程有效实践所需的人士和基础设施潜力的开发，而在经济和

大学分体系中确保高校的，双向知识和信息传播。 

创业型大学变更后下个阶段为大学高级教育及工业合作中心（FIEK）的起 步，有关的

基础设施投资在2017年七月开始。项目框架内三座建筑（管理院， 包裹检验实验室，



刹⻋片楼）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开发已经完成。在2018年完工 的管理院为大学企业，及

技术转让功能确保了领域，在大学内作为独立的技术中心而运转，2018年由经济开发

和创新操作程序（GINOP）融资。项目基本由两 大目标：1、项目最终目标为高等教

育-工业合作中心（FIEK）做出一个由大学 对于中小企业和符合地方经济环境的服务

组合，呈现出一个包括综合的培训， 及产品和组织开发服务的，可作为工业订购的产

品。2、管理院（Management Campus）作为研究和培训机构 - 就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

业产品开发和组织开发问题分析研究过程- 做出原创的和前沿的科学结果，之后将此结

果在国际刊物上发表（Eisingerné Balassa、Rámháp，2019)。 

此中心的目标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组织性，及产品开发问题和烦恼的研究，以

及找到科学答案。在此框架内科学分析和研就的同时可形成一个促进符合当地经济环

境的，适合大学和经济企业密切⻓期持久合作的服务组合。管理院通过以下业务的完

成而协助加强创业型大学的功能（Széchenyi István Egyetem，2018）：学生创新项目；

创新服务；创新能力开发；早期阶段企业的 支持（startup和衍生企业）。 

创业型大学变更最后一步就是所谓的高等教育模式更新过程，其目标为建设有效的及

现代化高等教育机构。其过程中模式更新机构的创立及维护权力直接从国家手中转向
信托基金会。这是走向创新能力开发及商业世界开放的重要一步。从2020年八月1日起

兽医大学，莫霍伊-纳吉艺术大学，米什科尔茨大学，诺伊 曼·亚诺什大学，塞切尼·伊

什特万大学和肖布朗大学变更为此模式运转，以及话剧和影视艺术大学作为第七所大

学也加入其队伍。因此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的维护权力从国家手中由塞切尼·伊什特万

大学基金会接管。“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在近几年成为本区域及匈牙利重要高等教育

机构之一，具备众多的学生，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和稳定的管理。这些为继续发展确

保了基础，为所有在此工作和学习者确保成为赢家的机遇”，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基

金会董事会公开信中陈述到。期待此过程的结果会带来更加高效的和灵活的运转，更

大的独立化， 更好的开发，能够加强大学和企业合作关系，国际化及服务能力（
Széchenyi István Egyetem，2020）。 

结论，政策含义	
匈牙利在完成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改革的同时还可⻅政策变更过程，及高校重要性的

不断增⻓。在此一方面需要提出的是不断增⻓的⻛险资产基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

了将地方型计划观念渗漏回原本中央化的政策中。大部分为国有的（及部分为国有的

），国家及欧盟资源⻛险投资基金投资组合中都可以⻅到具备高校背景的早期阶段的



企业，以及有关的孵化器和加速器项目也绝大部分依靠着高校的资源。2021年和2027

年之间预算周期有关创新目标资源利用的策略文 件，智能专业化策略的准备工作，及

有关区域圈内完成的探查和评估工作完成中同样由当地主要高级教育机构在《区域创

新平台》框架内完成。 

在区域计划中高校在新成立的经济区（超越了传统的NUTS2等级区域的计 划）开发方

面的开发项目计划汇编过程中也很重要。总而言之，匈牙利高等教育机构的模式变更

，以及区域计划的政策及实践方面的活跃参与越来越紧密，就像埃茨科威兹和周（
2018年）教授引入到科学词汇中的RIO（Regional Innovation Organizer）作用在一个创

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创新过程中高校的参与中国 式模式中呈现出良好的惯例是值

得在让匈牙利考虑可适应的，无论对部分大学的管理人员，还是对匈牙利创新政策决

策人员而言。这些是： 

1、有关高校校办startup和衍生企业时，尤其重视符合高校⻓期目标的转让推 出计划的

策划，在此过程中主要聚焦于企业的创办人（高校）股权的保障以及⻓期确保稳定的
运转，而且注意“耐心资本“原则。 

2、地方经营者与高校创新生态体制合作的加强和加深。这不仅仅对于少数的项目，或
是共同实践的建议，而是为了共同的策划及策划的实践而形成共同的策略体系。在中

国高校与地方企业及各种不同的国家经营者共同设立的投资和创投基金及共同的运营

尤其成功。这样的倡议不仅可以加倍国家确保的资源成本比例，而且对于一些经营者

而言也是一种（资金）责任而同时加强地方合作基础的参与意愿和积极性。 

中国模式中一个主要启迪就是将国际化视为主要，及支持高校和所在的地区加强其全
球知名度。在这方面可⻅中国成功秘诀之一就是地区层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及共同

走向国际市场。匈牙利的经济区的成立（尤其是包含六个州的，拥有将近2百万人口的

多瑙河以西经济区）为高校和地区经营者的合作确保了机遇和空间。这些在建立国际

关系领域也值得施用，将已具备的资源和知识使用在新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上。 

参考文献	

Carayannis, E. – Campbell, D. F.（2009): ’Mode 3’and ’Quadruple Helix’: Towar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46 
(3–4):201–234, https://doi.org/10.1504/IJTM.2009.023374. E·卡拉雅尼斯、D·F· 坎⻉尔（
2009年）《“模式3”和“四重螺旋”：迈向21世纪的分形创新生态系统》发表于《国际技

术管理杂志》46(3–4):201–234 



Carayannis, E. – Barth, T. D. – Campbell, D. F. (2012): The Quintuple Helix Innovation 
Modell: Global Warming as a Challenge and Driver for Innovation.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 2–12), https://doi.org/10.1186/2192-5372-1-2. E·卡拉雅尼斯、T·D·巴
尔特、D·F·坎⻉尔（2012年）《五重螺旋创新模型：全球变暖作为创新的挑战和动力

》发 表于《创新与创业杂志》1( 2-12) 
Chatterton, P. – Goddard, J. (2000): The Respons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Regional Needs.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35(4):475–
496, https://doi.org/10.1111/1467-3435.00041. P·查特顿、J·戈达德（2000年）《高等学校

对地区需求的回应》发表于《欧洲教育杂志》35(4):475-496 
Chen, A. – Patton, D. – Kenney, M. (2016).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Tax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陈、D·帕彤、M·凯

尼（2016年）《中国大学技术转让：文献综述与分类学》加州伯克利大学 
Chesbrough, H. (2003): Open Innovation: How Companies Actually Do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81(7):12–14. H·切萨布鲁夫（2003年）《开放式创新：企业们实际上是如何做到

的》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81(7):12-14 
Clark, B. R. (1998):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Emerald Group, Bingley. B·R·克拉克（1998年）《创建创业型大学，转

型的组织途径》Emerald Group出版社，宾利 
Dőry, T. (2005). Regionális innováció-politika. Dialóg Campus, Pécs. 德利·T（2005年）《
区域创新政策》对话校园出版社，佩奇 
Eisingerné Balassa, B. – Rámháp, S. (2019): Projektalapú oktatás a Széchenyi Egyetem 
Menedzsment Campusán a Lean Service Creation (LSC) módszer adaptálásával. In: Koltai,L. 
(ed.): Hazai és külföldi modellek a projektoktatásban. Conference paper, Óbuda University, 
Budapest. 艾敬格尔妮·宝拉莎·B、然姆哈普·S（2019年）《适应LSC模式的在塞切尼大

学管理校园以项目为基础的教育》发表于科尔涛伊·L（编辑）《在项目教育中国内及

国外的模式》会议论文，老布达大学，布达佩斯 
Etzkowitz, H. (2002): MIT and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Routledge, London. H 埃
茨科威兹（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和企业家科学的兴起》Routledge出版社，伦敦 
Etzkowitz, H. – Zhou, C. (2018): The Triple Helix. Routledge, 
Abingdon,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620183. H·埃茨科威兹、周春彦（2018年）《
三螺旋》Routledge出版社，阿宾登 
Etzkowitz, H. (2019):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Breznitz, S. – Etzkowitz, H. 
(eds.):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Routledge, Oxfordshire, 4–
22,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882482. H·埃茨科威兹（2019年）《技术转让的演变

》发表于S·⻉尔兹尼兹、H·埃茨科威兹（编辑）《高校技术转让》Routledge出版社，

牛津郡，第4-22⻚ 



Fekete, D. – Rechnitzer, J. (2019): Együtt nagyok. Város és vállalat 25 éve. Dialóg Campus, 
Budapest. 菲凯特·D、莱赫尼采尔 J（2019年）《一起大，城市和企业的25年》对话校
园出版社，布达佩斯 
Gál, Z. – Páger, B. (2018). The Changing Role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Reg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Lux, G. – Horváth, G.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Routledge, 
Abdingdon. 加尔·Z、普拉格尔·B（2018年)《高校的角色变化和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创新

表现》发表于卢X·G、赫尔瓦特·G（编辑）《有关中欧和东欧地区发展的Routledge手

册》Routledge出版 社，阿宾顿 
Hassink, R. (2001): The Learning Region: A Fuzzy Concept or a Sou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Modern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ies? Zeitscrift für Wirtschaftsgeographie, 45(3):219–
230, https://doi.org/10.1515/zfw.2001.0013. R·哈森克（2001年）《学习区域：现代区域

创新政策的模糊概念还是合理的理论基础？》发表于《经济地理杂志》45(3):219-230 
Keller, R. M. (2016): The CIA’s Pioneering Role in Public Venture Capital Initiatives. In: 
Block, F. – Keller, R. M. (eds.): State of Innovation. Routledge, New York. R·M·凯勒尔（
2016年）《CIA在公共⻛险投资计划中的开拓性作用》发表于F·布洛克、R·M·凯勒尔
（编辑）《创新 状况》Routledge出版社，纽约 
Lengyel, I. (2018): Az intelligens szakosodási stratégiák alapjai, különös tekintettel az 
egészségiparra. In: Térségek növekedése és fejlődése: egészségipari és tudásalapú fejlesztési 
stratégiák. JATE Press, Szeged. 伦杰尔·I（2018年）《智慧专业化策略的基础，尤其注意

到整个工业而言》发表于《区域扩大和发展：健康业和知识基础开发策略》JATE Press
，塞格德 
Leydesdorff, L. – Etzkowitz, H. (2001):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industry-
government Relations. Electronic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L·雷蒂斯托夫、H·埃茨科威兹
（2001年）《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转变》发表于《社会学电子杂志》5(4) 
Münch, R. (2014): Academic Capitalism. Universities in the Global Struggle for 
Excellence. Routledge, Abingdon,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768761. R·明希（2014年
）《学术资本主义， 全球卓越斗争中的大学》Routledge出版社，阿宾登 
NKFI (2020). Területi Innovációs Platform. Nemzeti Kutatási, Fejlesztési és Innovációs 
Hivatal. 国家研究，开发和创新署（2020年）《地区创新平台》 
Nieth, L. – Benneworth, P. (2019): Universities and Neo-Endogenous Peripheral 
Development: Towards a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In: Benneworth, P. (ed.): Universit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Routledge, Abingdon, 13–
25,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168357-2. L·涅特、P·本奈沃茨（2019）《大学与新内
生外围发展：朝着系统分类的方向发展》发表于P· 本奈沃茨（编辑）《高校与区域经

济发展》Routledge出版社，阿宾顿，第13-25⻚ 
Pálné Kovács, I. (2013): Tudás, innováció, kormányzás. In: Gál, Z. (ed.): Innovációbarát 
kormányzás Magyarországon. MTA Közgazdaság- és Regionális Tudományi Kutatóközpont, 



Pécs. 帕尔妮·科瓦奇·I（2013年）《知识，创新，治国》发表于加尔·Z（编辑）《匈牙

利创新友好的治理》匈牙利科学院经济和区域科学研究中心，佩奇 
Popp Berman, E. (2012):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 How Acade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https://doi.org/10.1515/9781400840472. E· 珀普·⻉尔曼（2012年）《创建市场

大学，学术科学如何成为经济引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 
Rámháp, Sz. (2018): Felsőoktatási továbbtanulási motivációk Magyarországon a változó 
ifjúság és a piacosodó felsőoktatás tükrében. In: Szabó, Cs. (ed.): Studia Doctorandorum 
Alumna. Doktoranduszok Országos Szövetsége, Budapest. 然姆哈普·Sz（2018年）《匈牙
利多变青年和市场化高等教育中的高等教育进修动机》发表于萨博·Cs（编辑）《

Studia Doctorandorum Alumna》博士生国家协会，布达佩斯 
Ranga, M. – Etzkowitz, H. (2015): Triple Helix Systems. An Analitical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In: Mitra, J. – Edmondson, J. 
(eds.): Entrepreneurship and Knowledge Exchange. Routledge, Oxfordshire. M·兰加、H·埃

茨科威兹(2015年）《三螺旋体系，知识社会中创新政策和实践的分析框架》发表于J·

密特拉、J·爱德莫德松（编辑）《创业与知识交流》Routledge出版生，牛津郡 
Rechnitzer, J. (2016). A területi tőke a városfejlődésben. A Győr-kód. Dialóg Campus, Pécs. 
莱赫尼采尔·J（2016年）《城市发展中的区域资本》对话校园出版社，佩奇 
Rutten, R. – Kuijpers, E. – Boekema, F. (2003): HEIs, Regions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Economic Geography of Higher Education. Routledge, Oxfordshire, 244–
252,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422793. R·鲁特恩、E·库伊佩尔斯、F·波克玛（2003

年）《HEI，地区与知识经济》发表于《高等教育的经济地理》Routledge出版社，牛

津郡，第244–252⻚ 
Széchenyi István Egyetem (2018): Felsőoktatási és Ipari Együttműködési Központ. 
Projektismertető.https://fiek.sze.hu/projektismerteto. 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2018年）《高
等教育及工业合作中心。项目介绍》 
Széchenyi István Egyetem (2020): Széchenyi István Egyetemért Alapítvány Kuratóriumának 
levele. https://uni.sze.hu/modellvaltas/a-szechenyi-istvan-egyetemert-alapitvany-
kuratoriumanak-levele. 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2020年）《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基金会
董事会信函》 
Tamándl, L. – Kovács, Z. – Rámháp, S. – Nagy, D. (2014): A felsőoktatás térbeli szerkezete 
az Észak-Dunántúlon. In: Dusek, T. (ed.): A városi rendszer működése. Universitas-Győr 
Nonprofit Kft., Győr. 涛曼德·L、科瓦奇·Z、然姆哈普·S、纳吉·D（2014年）《多瑙河以

西北部的高等教育空间结构》发表于杜塞可·T（编辑）《城市体系运转》Universitas - 

Győr非盈利有限责任公司，杰尔 
Wissema, J. G. (2009). Towards the Third Generation University. Managing the University in 
Transiti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Northampton. J·G·维塞玛（2009年）《走向第三代大

学，过渡时期大学的管理》Edward Elgar出版社，北安普敦 



Zhou, C. (2007). Regional Innovation Initiator: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in Various 
Triple Helix Modells. Singapore Triple Helix VI Conference Theme Paper, Singapore. 周春
彦（2007年）《区域创新发起人：各种三重螺旋模型中的创业型大学》新加坡三重螺

旋模式第六届研讨会论文，新加披 
Zhou, C. (2007).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and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9390186_The_Entrepreneurial_University
_and_the_Future_of_Higher_Education_in_China. 周春彦（2007年）《创业型大学与中国
高等教育的未来》 
Zhou, C. (2019). China’s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 In: Breznitz, S. – Etzkowitz, 
H. (eds.):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Routledge, London. 周春彦（2019年）《中国大
学技术转让制度》发表于S·⻉尔兹尼兹，H·埃茨科威兹（编辑）《高校技术转让》
Routledge出 版社，伦敦 

© 2005 – 2021 Polgári Szemle Alapítvány 
 


